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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看边笑、边笑边跳、边跳

边玩，在演艺新空间里，观众不

再是看客，也是演出的参与者。

在2023服贸会上，北京天

桥艺术中心呈现沉浸式演出作

品《猫神在故宫》，开心麻花则通

过“沉浸式演艺会客厅”带来《偷

心晚宴》《跳舞俱乐部》等作品的

演出，将沉浸式的演出场景和剧

目复制到展会当中。

“演艺新空间里的舞台往往

都是和观众席平行的，有时候舞

台还会布置在观众席中间，演员

的微表情、额头上的汗水都清晰

可见。除了能与演员互动，演员

也会结合剧情引导观众合作，所

以往往不只是一个看演出的场

所，也具备社交属性。”观众陈然

如是说。

《跳舞俱乐部》中李娜的饰

演者青年演员刘艺诺谈到，演艺

新空间里的演出，让演员和观众

的距离更近了，观众其实也是剧

情中重要的角色。这种互动性

的特点，能够让每一场演出都具

备新鲜感，但也对演技和反应能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经

营中心策略经理赵婧懿表示，演

艺新空间通过场景和剧目形式

的创新，其实是打破了与观众之

间“第四面镜子”的界限，希望能

通过不同形式的探索，让这一空

间容纳更多文化内容，并实现传

统文化在演艺领域内的创造性

转化。

北京市文旅局官网显示，今

年5月，北京市演艺服务平台启

动2023年演艺空间培育项目

征集，聚焦培育多元演艺空间，

鼓励传统剧场、主题公园、园区

街区、文化文物单位、商业综合

体等活化空间利用、丰富演出样

态，发展体验式、互动式、沉浸式

演艺项目，打造文旅深度融合的

创新性驻场演出或体验场景。

2022年 12月 17日，15
岁的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全新升

级为“苏艺演艺文化集聚区”，同

日正式开业。

“以苏州文化艺术中心为核

心，在现有大剧院、大道喜剧院、

金鸡湖音乐厅、映剧场4个剧场

外，全新打造包括笑果工厂、极

空间、国风剧场、魔术剧场、悬疑

剧场、全球儿童剧艺术中心在内

的8个剧场，构建‘12+N’的演

艺新空间，人人皆可参与的‘戏

剧部落’。”苏州文化艺术中心总

经理张亮介绍。

每到周末，从事教师工作的

李晓晓都会来这里“遛娃”。她

把孩子送到中心三楼的培训基

地学习小提琴后，自己和爱人就

去二楼的金鸡湖美术馆观展。

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内，坐落

着金鸡湖音乐厅、苏州工业园区

文化馆、金鸡湖美术馆、苏艺影

院等多个文化场所，拥有约

4000平方米的临湖广场。在

这样独特的板块位置，中心管理

层诞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当演艺与旅游进行深度绑定，将

产生怎样的火花？

金鸡湖、桃花岛、湖滨广场、

庭院花园、苏艺影城、金鸡湖美

术馆等公共空间赋予“N”无限

延展性。周末进行一场“亲子

游”，在小剧场演艺集群看完儿

童剧演出，再从月光码头上船，

开往桃花岛，欣赏沿途金鸡湖的

碧波荡漾。夜色入幕，回到岸

上，在集聚区享用各国风味美

食，穿行在庭院市集中，欣赏《姑

苏繁华图》光影秀、幻境花园“游

园惊梦”，将让游客在文旅互动

中领略江南文化。

演出的常态化、全天候和多

形态，是文旅深度融合的基础。

过去，针对戏剧、舞剧、脱口秀等

演出形式，通常采用巡演制合

作。“但是演出结束，院团离开，

因演出阵容前来的游客很难留

下。”张亮感慨。如今，苏州文化

艺术中心要做的就是培养驻场

演出剧团，让剧团“留下来”，让

市民、游客无论何时来都能“有

剧看、有地玩”，不再是“凑时间”

“赶场子”看剧。

传统空间载体
活力焕新

常态化、全天候和多形态演出

演艺新空间受到欢迎，在于

顺应了文化消费需求的变化。当

前，演出消费呈现年轻化趋势，“95

后”“00后”逐渐成为线下演出消

费的主力军。“Z世代”们更加追求

个性、新奇的体验。在演艺新空间

里，观众不必“正襟危坐”，台上台

下未必泾渭分明，你可以看到从身

边走过的演员脸上的汗珠，与演员

互动，也可以沉浸于剧情中，自己

成为演出的参与者……这些极致

而独特的体验对了年轻人的胃

口。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演艺新

空间延展了演艺业态、丰富了演艺

价值，体量小、可复制，是一条前途

光明的新赛道。

2019 年，上海率先制定演艺

新空间运营标准，现已有超过100

家演艺新空间；北京正在加快“演

艺之都”建设，对演艺新空间的培

育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演艺新空间之于城市，是文化消费

的新场景、文旅融合的新引擎，也

是城市更新、盘活空间资源的新抓

手。

近几年，演艺新空间的发展

增速很快，但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

的文化消费需求，还得再加把劲。

打造演艺新空间，需要解决好场地

问 题 ，做

好顶层设

计 ，结 合

城市微更新、

微设计、微治

理，在保障观众

安全的前提下释

放更多合规演出场

所。为演艺行业的

发展创造长期稳定的发

展环境，需要多部门共

同协商一起探索。

当然，空间只是一个物理形

态，真正能够留住观众的，一定是

打动人心的作品。演艺新空间从

创作、演出、制作到消费，需要形成

更为完整的产业链，完善内容生产

机制和孵化机制是当务之急。因

地制宜打造出自己的特色产品，拓

展更丰富的艺术可能性和消费业

态，让观众享受到物有所值的文化

体验，演艺新空间才能焕发出更强

的生命力。

真正能够留住观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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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300多年历史的

古戏楼喝下午茶，再看一场

昆曲；或是约上闺蜜，到繁

华的商业中心逛个街，晚

上一起听个烛光音乐会

……这个“十一”假期，文

化消费丰富多彩，隐藏在

城市街头巷尾的演艺新

空间红火热闹，俨然成为

假日消费的潮流打卡

地。

据中国演出行业

协会统计，今年上半

年，全国小剧场和演

艺新空间的演出场次

超过10万场，观众人

数超过 800 万 人

次。近年来，各地

纷纷发力打造演

艺新空间，将文化

与商业、娱乐、旅

游融合，这些城

市的经验同样

值得南海借

鉴。

各地发力打造演艺新空间，推
动文商旅融合，打开产业新赛道

在很多文化从业

者看来，演艺新空间的

“新”，不仅是新兴文化

的发展，也是传统空间载

体的活力焕新。在珠海，越

来越多的文化工作者通过挖

掘城市历史与文化资源赋能演

艺，让演艺新空间在新奇的同时，

还兼有厚重的文化韵味。

走进北山村的龙溪杨公祠，沉浸

式音乐剧《畴昔·龙溪杨公祠2067》在这

里上演。绚丽的灯光、富有节奏感的音乐、古

朴的舞台……演出集合了爵士乐、话剧、弗拉

明戈等元素，从月下庭院演到祠堂内部，让观

众在自然剧场中一路感受新潮艺术的魅力。

与传统舞台不同，龙溪杨公祠内部被全方位

地打造成了一个观演平台。吧台位、卡座位等一

应俱全，为观众提供了不同的观演视角和观剧体

验。

“不只是音乐剧，我们还在这里尝试过举办

摇摆舞嘉年华、电影烛光音乐会等活动，将爵士

乐的表演形式丰富化，让更多的人同我们一起

沉浸进来。”聂鑫是金爵士艺术中心的负责人，

同时也是日常演出活动的策划者，未来他还会

挖掘本土文化与爵士乐的更多可能性，让“爵士

乐”飞出古祠堂，拥抱更多本土文化载体。

同在北山大院的三时茶馆，也是城市更

新的探路者，已成为本地小有名气的特色

“网红店”。茶馆负责人梁晓博介绍，茶馆

由具有200多年历史的老屋改造而成，

装修走复古国风路线。茶馆每逢周末

都有相声、评书、吉他弹唱等文艺演

出，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2022年10月，珠海市文化馆

与北山三时茶馆共建“粤文坊”，将

结合茶馆的经营业务和资源特色，

因地制宜，为市民提供传统文化、

民间艺术、特色产业等个性化文

化艺术服务，内容涉及名家讲

座、民俗演绎、古琴斫琴及演

奏、脱口秀公益专场等。

“演艺新空间的受众比

传统剧场更大，不仅演出发

生的频次多，表演形式也

可以更多样。”珠海市委宣

传部文化事业科相关负

责人表示，接下来珠海

将以小剧场建设为突破

点，着力打造珠海特色

演艺空间，促进文旅消

费和高质量发展。

跨场景重塑观看体验

短 评

演艺新空间

三 大 特 点

它可以由古戏楼、会馆、老厂房改造而
来，也可以出现在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文
创园区、商务楼宇中。

打破传统剧场物理空间的限制01

打破“你演我看”的传统观演关系02

与其说它是演出空间，不如说它
是集商业、娱乐于一体的文化空间，
你可以在这里吃、喝、看、听、学习、交

流，感受层次丰富的文化
体验。

打破演出与其他业态的壁垒03

更加强调演员和观众的互动，观众也有
机会成为戏中角色。


